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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店后街李善人
章用秀

地道老天津人
天津史志中，凡李世珍

的传记，均将其载入天津籍
之列，而没放在“侨寓”或
“流寓”的行列。其考取举
人和进士的具体年代，还被
民国年间修订的《天津政治
沿革记》分别列入“科举”和
“荐绅”表内。科举表内，在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恩科”
的举人栏内载有他的名字，
在“同治四年乙丑科”的进
士栏内载有他的名字。荐
绅表的“同治朝人”中载：
“姓名——李世珍，字——筱
楼，出身——进士，历官——
吏部主事，附识——有传。”
《续天津县志》刊刻更早，该
书卷十二《选举·进士》中载：
“同治四年乙丑科崇绮榜：李
世珍（字筱楼。知县，捐升员
外）、焦骏枫（字吟江。吏部
主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有《乙丑科会试题名录》
载：“第七十名李世珍，直隶
天津府天津县附生。”种种迹
象表明，李家是天津的“老坐
地户”。

李世珍会试朱卷包括履
历表、科份页和试卷文章三
大部分。科份页上写道：“会
试朱卷，同治乙丑科中式第
七十名李世珍，直隶天津府
天津县府学附生，民籍。”试
卷文章有《孝慈则忠……》
《必得其寿》《不违农时……》
三篇，四位同考官的批语分
别 为 ：“ 得 心 应 手 ，动 合 自
然；雪滚花飞，珠圆玉润；典
显轻活，毫无呆相；大力包
举，逸气流行”。履历部分
填“族繁，只载本支”。自身

简历谓：“李世珍，字聘卿，
号 筱 楼 ，一 号 悔 轩 ，行 一 ，
直隶天津府天津县府学附
生，民籍”，“世居天津县镇
海 门 外 河 东 三 甲 ”。 家 族
世 系 没 列 祖 名 ，没 注 明 何
时何地来津。

“桐达李家”善经营
李世珍一生除了读书、

做官、行善外，还致力于陶
朱之业，是个典型的儒商。
他任吏部主事时，即买下大
量盐田引地，数年后辞官经
商 ，先 后 开 办 了 桐 达 钱 铺
等，故有“桐达李家”之称。

桐达钱铺是李家的一个
内局生意，柜房就在粮店后
街 60号的前院。柜房门前
的廊柱上有木制的抱柱对
联 ，红 地 黑 字 ，十 分 气 派 。
天津宫北大街还有桐兴茂
钱铺，是做门市生意的。李
世珍兼营盐业。据李叔同

的次子李端回忆说：“我家
看门房的老家人张顺对我
讲过，说我爷爷在世时，我
家曾多次来过‘镖’，这应该
是我家干盐务的收入，通过
镖 行 从 引 地 押 运 到 津 的 。
张 顺 老 人 说 ，来‘ 镖 ’的 时
候，前门大开，成箱的财物
都卸在前边的柜房里，人出
人进，热闹极了。”由于李世
珍经营有道，理财有方，其
晚 年 ，是 李 家 财 势 最 盛 之
时 。 李 世 珍 于 光 绪 十 年
（1884）去世后，桐达钱铺依
然维持。

一生做善事
李世珍一向热衷于社会

公益事业，一生做了许多善
事，回归津门故里，在粮店后
街孙家胡同西口路南创立备
济社，仿照李春城（李善人第
一代）寄生社的规制，尽心抚
恤贫孤寡，“哺之以粥，疾病

施 医 药 ，死 之 则 棺 敛 而 瘞
之”。此外，还用备济社的一
部 分 资 金 开 办 义 学 ，种 牛
痘。天津人称他为“粮店后
街李善人”（冠以地名是为了
区别冰窖胡同的李春城“李
善人”）。

李世珍创办的备济社是
清末民国年间天津一个重要
的慈善组织，在近代天津慈
善事业中赫赫有名。其建
制、沿革在光绪《重修天津府
志》、民国《天津县新志》、《天
津政俗沿革记》和《天津志
略》中均有记载。民国《天津
县新志》卷二十一之四《人物
（四）》载：李世珍“光绪五年
纠合同志建备济社，集钜资
备荒，而每岁施放钱米、棉
衣、医药、棺木及恤嫠、立义
塾、种牛痘之费，皆取给于
此，仿李春城寄生所规制立
存育社，贫民感戴”。《天津政
俗沿革记》卷之十二《善举》
专列“备济社”，称：“李世珍、
严克宽（严修之父）董其事，
其绅捐、船捐、息款每届冬会
提出三成，以济贫穷无告之
民；其余七成留为荒年助赈
之用。其社中一切事宜，责
成公正绅士轮流值年办理，
并禀请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明
立案。”

光绪十年（1884）夏，七十
二岁的李世珍身患痢疾，自
知不起，临终前嘱家人请僧
人朗诵《金刚经》，静聆其音，
安详而逝。停灵期间，每日
延僧，诵经不绝；并由李鸿章
“点主”，马三元（清朝武官）
“报门”。那年李叔同年仅五
岁。而李叔同的父亲李世珍
等创办的备济社等慈善事
业，一直到“民国”年间仍为
救济穷苦百姓发挥着作用。

李世珍生前曾撰联句：
“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
品自高。”1932年李叔同特手
书此联，赠与弟子刘质平，且
作边跋曰：“先进士公六十八
岁生余，今夏六月五日为公
百二十龄诞辰，公邃于性理
之学，身体力行，是联句，其
遗作也。”这或许是对李世珍
一生为人处世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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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家族后代（部分）1916年的合影

津风物语·歇后语
杨瞎话儿讲报

——信口开河
谷正义

天津味

开花蘑菇
1984年 ，天 津 华 夏

酒 楼 开 业 ，时 年 84岁
的 名 厨 谭 庭 良 研 发 了
一 道 新 菜 。将 鱿 鱼 打
成 麦 穗 花 刀 ，焯 水 后
蘸 上 干 淀 粉 过 油 。 口
蘑 挖 出 一 凹 槽 ，用 热
水 焯 透 入 味 。 将 炸 好
的 鱿 鱼 卷 插 在 鲜 蘑
内，合二为一，最后淋
上透明“芡汁儿”。这
道 菜 造 型 新 颖 ，口 感
鲜 咸 ，形 如 鲜
花绽放。

孙贻林
（扫二维码观看操作视频）

天津歇后语里说的
“杨瞎话儿”或叫“瞎话儿
杨”，当年赫赫有名，并非
虚构，确有其人。此人原
名杨寿臣，是天津“三不
管”的说书艺人。他独出
心裁，以解说评论报纸时
事见长。分析时局时借题
发挥、剖析新闻时含沙射
影、指点江山还针砭时
弊。备受听众欢迎，但也
多次遭当局追查警示。

天津著名作家林希在
小说里写道：“杨瞎话儿这
位说书的，没有一定的段
子，他说时局，说社会新
闻，说天下奇谈，说直奉战
争，说北洋政府，说洪宪皇
帝，还说世界大战；无所不
知，无所不晓，能把人说得
瞠目结舌。”据评书表演艺
术家刘立福介绍，“杨瞎话
儿经常在茶楼讲报，在鸟
市东来轩的时候多。这个
人哑嗓子、小个儿、光头、
有点连鬓胡子，是天津
人。上台弄两张报纸放在
桌子上，找个题目就开始
说，真能白话。沦陷时期
他净骂日本，被日本宪兵
队逮去了，放回来跟大家
念叨，怎么把他搁麻袋里
打。他经常说天津实事
《刘汉臣》《白宗魏》《双烈
女》《刘道元》《任老道》等
节目。”

为规避迫害，杨寿臣
本人不时笑言：“我这是信
口开河，满嘴瞎话儿。”其
实，这是他“褪套儿”的一
个幌子。于是，“杨瞎话儿
讲报——信口开河”在天
津流传开来了。这条歇后
语的语义，指无根据的随
意胡说。


